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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生主观幸福感与疲劳、睡眠质量及

心理安全感的相关性

宋修丽１，２，石寿森２，韩秀蕴１，杨宗玲１，崔明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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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临床医生主观幸福感与疲劳、睡眠质量及心理安全感的关系。方法　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疲
劳量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和心理安全感量表对山东省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２８０名临床医生施测。
结果　男女医生在脑力疲劳、睡眠总分、心理安全感总分、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幸福感总分与心理安全感总分、人际安全感、确定控制感呈正相关（Ｐ＜０．０１），与疲劳总分、躯体疲劳、脑力
疲劳、睡眠总分、主观睡眠质量、使用睡眠药物、睡眠潜伏期、睡眠持续性、习惯性睡眠效率及睡眠紊乱呈负相关

（Ｐ＜０．０５）；疲劳总分与睡眠总分、主观睡眠质量、使用睡眠药物、睡眠潜伏期、习惯性睡眠效率及睡眠紊乱呈正相关
（Ｐ＜０．０５）；人际安全感、确定控制感、主观睡眠质量、使用睡眠药物、习惯性睡眠效率、睡眠持续性、睡眠潜伏期、躯
体疲劳对主观幸福感有预测作用。结论　临床医生的主观幸福感与疲劳、睡眠质量及心理安全感具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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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其生活状
态的整体评价，它反映了个体的生活质量［１］。幸福

感没有固定的标准，不同性别、不同职业的人幸福感

也是不一样的［２］。国内对医生的工作状况、生活事

件、工作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等方面做了很多研究，

但对医生主观幸福感的专门研究却很少见。当今人

们对医生的工作期望越来越高，同时医患矛盾的升

级，这些都使医生在主观幸福感方面逐渐下降，医生

的幸福感降低了，自我的情绪状态就会不良，对自身

的健康、与患者的相处模式及社会对医院的评价都

有重要的影响。有专家提出主观幸福感可作为心理

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３］。如果能提高医生工作的

主观幸福感，就会有效地提高医生的工作质量和生

活质量［４］。本研究探讨了医生的主观幸福感、疲

劳、睡眠质量及心理安全感之间的相关性，了解医生

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对于提高其工作质量和生活质

量具有重要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以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的临
床医生为研究对象，随机发放问卷３００份，回收问
卷 ２８０份，回收问卷的有效率为 １００％，男 ８０人
（２８．６％），女２００人（７１．４％）。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一般资料　自行设计一般资料问卷，包括研
究对象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工作年限。

１．２．２　总体幸福感量表［５］　该量表是美国国立卫
生统计中心制订的一种定式型测查工具，共有３３
项，包含６个分量表，得分越高，幸福度越高。段建
华修订了该量表［６］，修订之后的量表单个项目得分

与总分的相关在０．４８～０．７８之间，分量表与总量
表的相关为０．５６～０．８８，内部一致性系数男性为
０．９１、女性为０．９５，重测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８５。
１．２．３　疲劳量表［７］　该量表包括１４个条目，其中
１～８条反映的是躯体疲劳（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ｆａｔｉｇｕｅ），９～１４
条反映的是脑力疲劳（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ｔｉｇｕｅ）。疲劳的总分
值是躯体与脑力疲劳的分值之和，分值越高，表明

疲劳程度越严重。

１．２．４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８］　ＰＳＱＩ共１９个项
目，分为睡眠时间、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

效率、睡眠障碍、日间功能障碍、催眠药物使用７个
成分。计分越高，表明睡眠质量越差。以 ＰＳＱＩ总
分７分作为我国成年人睡眠质量的参考界限值，
ＰＳＱＩ总分 ＞７分，认为睡眠质量差；ＰＳＱＩ总分≤７

分，认为睡眠质量好。

１．２．５　心理安全感量表［９］　该量表共有２个维度：
“确定控制感”和“人际安全感”，包括１６个项目，该
量表同质性信度为０．７９６，其重测信度为０．７４２，心
理安全感总分由确定控制感和人际安全感２个维度
总分相加组成。“确定控制感”维度得分越高，表明

个体在生活工作中的确定控制感越高，反之越低。

“人际安全感”维度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在人际交往

中的心理安全感越高，反之越低。总体安全感得分

越高，表明个体心理安全感水平越高。

１．３　实施方法　调查方法及流程采用横断面调查
法，于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７日上午１０点于滨州医学院烟
台附属医院，由调查者发放调查问卷３００份，本研究
采用不记名问卷调查，填写前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

员说明调查的目的及意义，采用统一的指导语，然后

被调查的临床医生逐项填写问卷。填写完毕后收回

问卷，并逐一检查问卷的完整性，最后回收有效问卷

为２８０份。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计量资料以 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方差分
析、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及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检验水
准取α＝０．０５，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资料　男性医生８０人，女性医生２００人；
年龄段：１８～５５岁，平均（２８．３７±６．９３）岁；工作年
限：１～３７年；学历：中专２３人，大专５９人，本科１４１
人，硕士５７人；婚姻状况：未婚９７人，已婚１７９人，
离异４人。
２．２　男女医生在总体幸福感、疲劳、睡眠质量、心理
安全感的差异分析　由表１可见，男、女医生在脑力
疲劳分数上、睡眠质量总分上、心理安全感总分上、人

际安全感上、确定控制感上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１　男女医生在总体幸福感、疲劳、睡眠质量、
心理安全感的差异分析

项目 男（ｎ＝８０） 女（ｎ＝２００） Ｐ
幸福总分 １１１．６２５±１３．７３３　１１０．８００±１５．６２６ ＞０．０５
疲劳总分 ９．２５０±１．２１８ ９．５５０±３．０５６ ＞０．０５
躯体疲劳 ６．２５０±１．０９７ ６．０００±２．０３０ ＞０．０５
脑力疲劳 ３．０００±０．５０３ ３．５５０±１．５６８ ＜０．０１
睡眠质量总分 ４．５００±１．３３１ ５．１５０±２．４４１ ＜０．０１
主观睡眠质量 ０．８７５±０．６０３ ０．９５０±０．７４２ ＞０．０５
心理安全感总分 ５８．２１±７．２３０ ６０．１７±６．０１３ ＜０．０１
人际安全感 ２９．８３±４．５６４ ３０．７１±５．８６０ ＜０．０１
确定控制感 ２８．７４±３．５２１ ２９．７６±２．９７３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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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相关分析
２．３．１　总体幸福感总分及因子分与疲劳总分及因
子分、睡眠质量总分及因子分、心理安全感总分及因

子分的相关分析　见表２。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表明，
临床医生的总体幸福感总分与心理安全感总分、人

际安全感及确定控制感呈显著正相关，与疲劳总分、

躯体疲劳、脑力疲劳、睡眠质量总分、主观睡眠质量、

使用睡眠药物、睡眠潜伏期、睡眠持续性、习惯性睡

眠效率及睡眠紊乱呈显著负相关。疲劳总分与睡眠

总分、主观睡眠质量、使用睡眠药物、睡眠潜伏期、习

惯性睡眠效率及睡眠紊乱呈显著负相关。

２．３．２　总体幸福感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见
表３。对临床医生总体幸福感进行逐步回归分析，以
幸福感总分作为因变量，以疲劳因子、睡眠质量因

子、心理安全感因子作为自变量，考察疲劳、睡眠、心

理安全感等对总体幸福感的预测作用。结果显示，

人际安全感、确定控制感、主观睡眠质量、使用睡眠

药物、习惯性睡眠效率、睡眠持续性、睡眠潜伏期、躯

体疲劳进入了回归方程，Ｙ＝１２５．６２２＋１．５２０×Ｘ８＋
３．９３１×Ｘ７＋６．１５５×Ｘ５＋１２．２１０×Ｘ４－０．９６９×

Ｘ６－８．０８９×Ｘ３－１３．２９８×Ｘ１－１４．４２６×Ｘ２，说明
人际安全感、确定控制感、主观睡眠质量、使用睡眠

药物、习惯性睡眠效率、睡眠持续性、睡眠潜伏期、躯

体疲劳是影响临床医生总体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表２　总体幸福感总分与疲劳总分及因子、睡眠质量总分及
因子、心理安全感总分及因子的相关分析

项目 幸福感总分 疲劳总分

疲劳总分 －０．２９２

躯体疲劳 －０．２２８

脑力疲劳 －０．２６３

睡眠质量总分 －０．５５６ ０．３４６

主观睡眠质量 －０．６７７ ０．３２４

使用睡眠药物 －０．４３０ ０．１０４　
睡眠潜伏期 －０．４７０ ０．３９９

睡眠持续性 －０．３４８ ０．０６８　
习惯性睡眠效率 －０．１１８　 ０．１７９

睡眠紊乱 －０．２７７ ０．２０３

心理安全感总分 　０．５４１

人际安全感 　０．５６２

确定控制感 　０．４６７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３　总体幸福感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名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回归系数 ｔ Ｐ
常量 １２５．６２２ ２．１４１ — ５８．６６３ ０．０００
主观睡眠质量 －１３．２９８　 １．１９４ －０．６２１ －１１．１３８　 ０．０００
使用睡眠药物 －１４．４２６　 １．７９７ －０．２９６ －８．０３０ ０．０００
习惯性睡眠效率 －８．０８９ １．１７７ －０．２７３ －６．８７４ ０．０００
睡眠持续性 １２．２１０ １．５０５ 　０．３６６ 　８．１１３ ０．０００
睡眠潜伏期 ６．１５５ １．１５８ 　０．３７６ 　５．３１６ ０．０００
躯体疲劳 －０．９６９ ０．３０７ －０．１１７ －３．１６１ ０．００２
人际安全感 ３．９３１ ０．５２１ 　０．０４２ 　５．７６８ ０．０００
确定控制感 １．５２０ ０．４８３ 　０．０１５ 　３．３９０ ０．００５

　　Ｘ１＝主观睡眠质量，Ｘ２＝使用睡眠药物，Ｘ３＝习惯性睡眠效率，Ｘ４＝睡眠持续性，Ｘ５＝睡眠潜伏期，Ｘ６＝躯体疲劳，
Ｘ７＝人际安全感，Ｘ８＝确定控制感 ，Ｙ＝总体幸福感。

３　讨　论

很多学者从人格因素和生活事件对于主观幸福

感的影响［１０］进行研究。本研究从主观幸福感与疲

劳、睡眠质量及心理安全感的相关性的角度进行分

析。从哪些方面保护医生的心理健康、提高医疗质

量已成为一个全新课题。如果医生的心理健康处于

长期失衡状态，就会影响到医疗质量，影响患者生命

安全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性别的医生在脑力疲劳、

睡眠质量、心理安全感及人际安全感之间存在差异，

这可能与男性社会角色、自身特点相关，男性工作竞

争性强，被赋予的期望大，因此他们要不断地吸取知

识，要付出比女性更多的脑力劳动，在睡眠质量上易

受影响。男性由于自身的体格强壮，遇事稳重，相对

于女性来说更容易处理应激事件。处理突发性事件

时，女性医生的确定控制感就会降低，易引起幸福感

降低，因此男性心理安全感总分、人际安全感及确定

控制感要比女性强一些。本研究结果也表明，男女

医生在主观幸福感方面没有统计学差异，这与张灵

等［１１］的研究显示一样。

西方的大量文献研究表明，确定控制感高的人

不但情绪健康，身体也更健康［１２］；Ａｈｒｅｎｓ等［１３］研究

也表明，确定控制感在压力调解的过程中起着决定

性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疲劳与主观睡眠质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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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睡眠药物、睡眠潜伏期、习惯性睡眠效率及睡眠紊

乱呈正相关（Ｐ＜０．０５）。医生经常超时的工作会使
得医生睡眠质量下降，出现疲劳感及对工作的控制

力减弱，这会引起医生自我幸福感丧失［１４１５］。本研

究结果提示，大多数医生反映睡眠不沉影响心理健

康，降低了自我主观幸福感，而幸福感降低反过来影

响睡眠，形成恶性循环。主观睡眠质量越差，药物

依赖性越强、睡眠潜伏越短、睡眠持续时间越短、习

惯性越差及睡眠紊乱越多，身心不适越严重，主观幸

福感越低。随着医疗事业的发展，对医生的要求越

来越高，医生常常需要挤出时间来学习，从而带来

脑力疲劳感 。疲劳时如果调整不当，最终可以导

致身心健康问题［１６］。有研究表明，睡眠剥夺是心

理疲劳的主要应激源［１７］。因此，改善心理疲劳状

况重点在于改善睡眠。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际安全感、确定控制

感、主观睡眠质量、使用睡眠药物、习惯性睡眠效率、

睡眠持续性、睡眠潜伏期、躯体疲劳是影响临床医生

总体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医生每天都面对着艰巨的

医疗工作、敏感的医患关系、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

等，使医生身心疲惫，影响着医生的主观幸福感［１８］。

心理安全感因子进入回归方程，这说明心理安全感、

人际安全感及确定控制感在对总体幸福感的预测中

起着一定的预测作用，我们可以不断提升医生的睡

眠质量，降低其疲劳感，增强自我安全感，提高医生

的自我主观幸福感。

通过对疲劳、睡眠质量及心理安全感的研究，来

认识这三方面对医生幸福感的影响，从而提示我们

要改善这些不良影响，提高医生的身心健康，进一步

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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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霞在营养与慢病防治领域取得研究成果

　　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师王霞在营养与慢性疾病防治领域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相关研究成果以
Ｆｒｕｉｔａｎｄ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ｆｒｏｍａｌｌｃａｕｓｅｓ，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ｃａｎｃ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ｄｏｓ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ｉｅｓ为题发表在近期出版的国际著名期刊
《Ｂｒｉｔｉｓｈ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４Ｊｕｌ２９；３４９：ｇ４４９０）上。该杂志创办于１８４０年，已有１７０多年的历史。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与ＮＥＭＪ、Ｌａｎｃｅｔ、ＪＡＭＡ统称为世界最著名四大医学期刊，其影响因子为１６．３７８。公共卫生
学院教师王霞为第一作者，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为第一完成单位。

目前，心血管病和癌症是世界范围内人群死亡的两大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公共卫

生问题。饮食是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也是可以由自己掌握的行为习惯。蔬菜水果中含有很多的植物

化学物质，如抗氧化成分、番茄红素、叶黄素等，可提高免疫力，降低罹患慢性病的风险。据王霞介绍，通过对

涉及８３３２３４位参与者和５６４２３例死亡人数的１６个研究进行分析，涵盖超过８３万名参与者，追踪时间从４
年半到２６年不等。调查期间有５．６万人死亡。通过综合运用营养学、临床医学、分子生物学、统计学和流行
病学等多学科知识进行研究，研究采用的计量单位为“份”，一份蔬菜定义为７７ｇ，一份水果定义为８０ｇ，研
究发现，每日每增加１份水果／蔬菜，由各种原因导致死亡的平均风险明显降低。在５份之内的水果／蔬菜摄
入量和死亡率之间存在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但是摄入量超过５份之后死亡风险没有进一步降低。此外，
水果／蔬菜摄入量和心血管死亡率之间的剂量反应关系尤为明显。然而，摄入水果／蔬菜与癌症死亡率降低
没有显著相关性。但不同的研究之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不同具体类型的水果／蔬菜与不同类型的癌症之间
可能存在相关性。因此研究同时指出，除了提醒人们每天要吃适量的水果和蔬菜的重要性之外，也应该告诫

人们关于肥胖、不运动、吸烟以及饮酒过量等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所带来的危害。

　　此前，公共卫生学院教师、营养学博士王霞，多次在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Ｃａｒｅ（第一作者，该刊影响因子８．５７）、Ｉｎｔ
ＪＣａｒｄｉｏｌ（第一作者，该刊影响因子６．１５７）、Ｄｉａｂｅｔｅｓ（该刊影响因子８．４７，ＰｕｂＭｅｄＰＭＩＤ：２４３０６２０９）和
Ａｍ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第一作者，该刊５年影响因子６．０６７，发表文章被选为年会发起论坛讨论的文章，每年仅选
一篇；ＰｕｂＭｅｄＰＭＩＤ：２５００５７９１）等国际一流 ＳＣＩ期刊杂志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该研究是在王霞所主持
的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第一位）的资助下完成。该研究成果为指导人群的膳食以及慢性病防治提供了

有价值的参考，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 （来源：山大新闻网）




